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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航将用微信公布航班延误信息
据新华社讯 中国民航局空管局局长王利亚 2 月 20 日

表示，空管局已初步建设开发出空中交通信息平台，将向公

众以微信等形式发布航班运行限制、大面积航班延误预警、

航路拥堵、机场运行状况等信息。

据空管局信息办公室主任陈宝刚介绍，空中交通信息

平台分三个阶段实施。一期计划于今年 3月中旬试运行，3

月底向公众推出可查询的网页；二期预计在今年年底做好

平台移动端，届时通过手机、PAD、微信等方式向公众推出

信息查询服务；三期可为全国民航系统提供跨专业、跨行政

部门、跨地域的横向数据交换共享和决策支持。

王利亚表示，空管系统的航班协同决策放行系统目前

正在加紧建设，有望今年年底投入使用。这一系统将为公

众信息平台提供有力的支持。

沈阳工务段科学整治线路冻害问题
科技日报讯 （郑海强）沈阳工务段针对当前管内线路

冻害处所多，晃车频发的实际，采取超常规措施，科学整治

线路冻害，提高旅客乘车舒适度。

这个段领导班子成员带队，对发生冻害处所进行认真

分析，找出冻害原因，制定整治措施。他们严格执行垫板顺

坡长度不小于冻起高度 600 倍的作业标准，对于冻高大于

15毫米的冻害，全部更换成调高扣件。对于接头和钢轨伤

损上鼓包夹板处所进行检查，确保不留死角。截至目前，未

发生一起因冻害影响行车的问题。

通 辽 车 辆 段 确 保 电 煤 运 输
科技日报讯（陈长城）担负内蒙古电煤外运任务的通辽

车辆段精检细修货车，消除车辆故障，全力确保电煤运输。

这个段认真分析历年来低温条件下发生漏风故障的规

律，修订完善 8 项控制措施和处置方法，编成“处理车辆漏

风七字歌”，供职工熟练掌握。针对运行车辆发生漏风故

障，列检人员无法第一时间赶到现场的实际，利用电话远程

指导机车乘务员和车站人员对漏风故障进行处理，保证列

车正点运行。入冬以来，共处理运煤车辆漏风故障 82辆。

林德叉车推行最新环境管理体系
科技日报讯 （董纹）为了创建一个干净整洁的办公环

境和作业场所，林德（中国）推行了最新的环境管理体系。

到目前为止，公司已经逐步设立了环保回收站、分类垃圾桶

以及旧物分类捐赠点，并提出了“垃圾分类，人人有责。举

手之劳，资源永续”的绿色宣传口号。

近年来，林德（中国）始终致力于人、社会、环境的和谐

与可持续发展，无论在业务领域还是在社会公众方面都承

担并履行企业社会责任，多次举办并参与社会环保活动，宣

传并推广“EHS 环保/健康/安全”理念。同时，这一理念还

体现在林德生产研发和产品制造过程，目前多款车型的排

放已经达到欧盟第三阶段标准，排放标准远高于市场同类

车型。

沈阳电务段排查隐患确保旅客安全
科技日报讯 （陈增岩 张智勇）为确保旅客安全出行，

沈阳电务段全面排查设备隐患，提高信号设备运用质量。

截至目前，共检查发现各种问题 163件，已解决 142件，其余

21件全部纳入问题库，跟踪整治。

今年以来，这个段各级干部深入一线，对春运期间容易

发生的设备问题进行重点检查。针对道岔设备，重点排查

机械强度和假密贴隐患，全面整修融雪设备。针对轨道电

路设备，对钢轨绝缘、轨缝过大、交接绝缘离缝等重点问题

进行认真整治，消除安全隐患。

通 辽 机 务 段 确 保 春 运 安 全
科技日报讯 （杨俊峰）沈阳铁路局通辽机务段担当 22

对旅客列车牵引任务。春运以来，他们抓重点看住机车走

行部，有效保证了春运旅客列车安全运行。

这个段坚持对轴温报警装置进行普查，对装有轴报装

置的机车做好文件转储与分析，对不良机车及时修复，确保

作用良好。加强入库机车轮缘、轮距测量管理，建立轮缘近

限台车档案，实施跟踪管理，保证在到限之前进行处理。同

时，严格落实机车主电路接地过流及规范机车轴温报警故

障应急处理的制度，对报警信息必须按规定进行处理。库

内接车、站交站接时，认真检查机车走行部，对存在的安全

隐患问题及时反馈，及时妥善处理，防止扩大后果。

元宵佳节过后，中铁四局电气化公司安哥拉经理部

NCC 一期施工现场一派大干高潮景象，正在全力保障 2月

底各项节点工期的完成。

目前，电气化公司安哥拉经理部承担的一期转二期房

建工程进行室内外装修阶段，9 区警察局工程进入主体结

构施工。2 月底，电气化公司安哥拉经理部要完成二期房

建 2座办公楼、1座营房和 2座门卫室等主体结构施工。

（雒亚琴 邹耀）

中铁四局安哥拉项目顺利进行

我 国 民 航“ 天 路 ”总 里 程 18.4 万 公 里
据新华社讯 中国民航局空管局局长王利亚 2

月 20 日在北京说，据空管局最新统计显示，截至

2013年年底，我国民航空中“天路”总里程为 18.427

万公里。

飞机从在跑道上滑行起飞到穿云着陆，都是在

严密的空中交通管制下，沿着固定飞行路线进行

的。这些固定路线，被形象地称为“天路”。王利亚

说，如同地面上的路是由修路工一公里一公里铺设

出来的一样，天空中的天路是由空管人员一公里一

公里规划并“铺设”出来的。地面上修路用的是水

泥、钢筋，天空中修路用的是建设地面导航台、雷

达、气象观测等设施。

截至 2013年年底，我国民航拥有航路航线 639

条 ，天 路 总 里 程 达 18.427 万 公 里 。 这 一 数 据 比

2009 年增加了 2.03 万公里。2009 年底，中国民航

拥有航路航线 464条，总里程为 16.39万公里。

2月 19日全国道路共发送旅客 8212万人次
科技日报讯 （交轩）2 月 19 日春运第 35 天，全

国道路共发送旅客 8212 万人次，比去年同期增长

4.4%。春运以来，全国道路累计发送旅客 28.98 亿

人次，比去年同期增长 6.1%。全国水路运输投入

运力 1.16 万艘、58.9 万客位，共计运送旅客 87.8 万

人次，同比下降 6.3%。

据交通运输部路网中心监测，2月 19日全国高

速公路及国省干线公路总体运行平稳有序。受降

雪、路面结冰及大雾影响，山西、内蒙古、安徽、河

南、湖北、湖南、江西、广东、重庆、四川、陕西、云南、

新疆 13省区共计 45条路段通行受阻。

2月 19日全国铁路发送旅客 664.9万人次
科技日报讯 （铁轩）来自铁路部门的信息，2

月 19日，全国铁路发送旅客 664.9万人次。春运 35

天，全国铁路累计发送旅客 23104.6万人次，同比增

加 2111万人次，增长 10.1％。

2 月 19 日，全国铁路全天发售车票 632 万张，

其中互联网发售 228.8 万张（含手机 27.2 万），占发

售量的 36.2%。电话订票 3.5 万张。针对近期持续

雨雪天气，铁路部门组织人员加大设备检查维护的

力度，加密线路巡查的频次，保证线路设备状态良

好，确保旅客列车运行安全。

到 2030年我国 15亿人次能乘飞机出行
科技日报讯 （民轩）今年春节期间，中国民航

的旅客运输量达到了 769.4 万人次，同比增长近

20%。民航局表示：随着低成本航空的迅猛发展，

到 2030 年，将有 15 亿人次的中国普通百姓能够乘

坐飞机出行。

春节前，民航局相继批准了福州航空、九元航空

的筹建申请，加上此前已获得公共航空运输企业经

营许可证的长龙航空、瑞丽航空，中国民航业出现不

少新面孔。预计到 2030年低成本航空所占份额将

达到20%—30%，覆盖的消费人群也将达到15亿人。

2月 19日，G6113次高铁满载 1200多名归心似

箭的旅客抵达广州南站，这已是广铁集团广州机务

段指导司机邱智今年春运驾驶的第 40趟高铁。

邱智今年 43岁，1993年入路，从一名内燃机车

司机做起，2009 年成为高铁司机，2011 年成为高铁

指导司机，是一名有着 21年车龄、驾驶里程超过百

万公里无任何事故的金牌司机。

火车跑得快，全靠车头带。谈及今年春运，邱

智感触最深的是珠三角首次开行串联 3 条高铁线

路的夜间接驳高铁。“相比普速列车，夜间高铁最大

的挑战来自瞭望，每秒百米的速度对瞭望前方的要

求很高，像广深港高铁沿线隧道多、雾气重，夜晚可

见范围小，要求司机的注意力必须特别集中。”邱智

介绍说。

当笔者问他跑普速列车和跑高铁哪个累时，邱

智笑着说：“各有各的辛苦，不过相比较而言，跑高

铁的感觉要爽多了。”

入路以来，邱智跑过货车、客车，跑过广茂线、

京广线，开过罗马车、东风 4、韶山 8、韶山 9 等 8 种

机型。“2009 年，我作为广铁集团第一批高铁动车

组司机来到武广高铁线，开始驾驶 CRH 动车组。”

谈起自己的“威水史”，邱智颇为得意。

“以前跑的内燃机车要烧柴油，一趟车要花 10

多个小时，没日没夜的，身上常年飘着一股洗不掉

的机油味。后来跑电力机车就好多了，但是过去由

于受到供电条件限制，在某些非常时刻仍无法保证

运行，比如 2008年的冰灾，电力机车因为沿线停电

就受到了阻碍。”

“听我的师傅回忆，他那个年代还开过烧煤的

蒸汽机车，一整天下来，脸都被煤烟熏得黑乎乎的，

只剩牙是白的。而且由于敲击钢轨的轰鸣声太大，

在驾驶室里说话都得用喊的。跑完车退乘回家，一

个个灰头土脸的，路上遇到美女还会觉得有些尴

尬。开高铁，出发、回来都是雪白的衣领和手套，几

乎没有灰尘，帅多了。”邱智笑着说。

从内燃机车、电力机车到如今的高速铁路，开

了 20 年火车的邱智可谓见证了中国铁路春运“火

车头”的发展与变迁。

“现在的高铁更安全、更便捷、更环保。”谈到高

铁的优势，邱智如数家珍，“就拿我现在开的 CHR3

型来讲，它的超速防护系统能确保列车在高速中安

全运行，它的全自动化微机系统能实现定速运行。

而且由于它是通过电力来启动，所以更加节能。机

车乘务员不用与油水管路发生接触，没有高温高震

动，作业环境也更加安全、干净。”“所以现在跑春运

可比以前好多了。想当年，我跑绿皮车的时候，车少

人多，拥挤得不行，速度又慢，一趟车得跑二三十个

小时，条件很艰苦。”提起春运，邱智不禁感慨万分。

邱智：21年炼出的“金牌司机”
□ 通讯员 阳 莉 袁 钢 蒋嘉纬

长三角铁路进入电子化、信息化时代，高铁动车

大密度公交化开行，春运“白皮车”与“绿皮车”“红皮

车”“三车”齐驱，高铁动车一马当先，服务更加人性

化、亲情化，见证着时代变迁带给春运的巨大变化。

公交化：高铁驮着春运跑得欢

繁忙的春运，长三角高铁线上一列列动车，欢

快飞速地划过一道道白色闪电。

1 月 23 日清晨 7 时，G7002 次高铁上海开往南

京，两位韩国旅客，申旼珠、申官培，他们放假来中

国旅游。“我是韩国国际学校的英语老师，弟弟是

在校大学生，我们乘飞机来中国后一路都乘高铁，

北京到上海 D313次，夕发朝至，上海到南京 G7002

次，今晚回来 G7021 次，朝发夕回，中国高铁真方

便。”戴眼镜的申旼珠由衷叹道。

2 月 10 日 15 时许，上海虹桥站候车室里，上海

虹桥至杭州东的 G7507次列车开始检票，在上海工

作的杭州女孩陈畅用身份证在验票闸机上一刷，闸

机门立刻打开。“现在在网上买高铁车票很方便，连

票都不用取，直接用身份证就可以进站上车，这对像

我这样经常在沪杭两地跑的人来说太方便了。”

刘女士一家尝到了高铁公交化运行的甜头，2

月 14 日 17 时 30 分，他们抱着刚满 5 个月的宝宝从

家门口乘公交车到杭州东站，在售票厅购买了 2张

到上海虹桥的车票，在候车室等了不到 10 分钟就

开始检票进站了。“这才叫随到随走！”他们满意地

说，“车上有热水，卫生间还有婴儿护理台板，让人

感到十分方便。”

一条条高速铁路，正悄然改变着长三角人们

的出行方式。上海铁路局有合宁、合武、甬台温、

沪宁、沪杭、京沪、合蚌、宁杭、杭甬、温福等 10条高

铁，是高铁运营里程最多的铁路局，也是开行动车

组列车最多的铁路局。目前，该局高铁营业里程

2323 公里，占全路五分之一，动车组发送旅客占该

局客发总量的 55％。

电子化：网络订票带来出行便捷

高铁动车提供便捷服务的同时，还推出了网络售

票、电话订票、电子支付票款等服务，特别是新推出的

手机订票客户端经受住了高度集中访问的考验。

上海铁路局所有动车车票都可通过互联网、

电话订票。铁路及时增加取票点，增开取票窗口，

旅客通过车站、代售点、自动售票机即可方便取

票。同时，该局对 95105105 订票电话进行扩容。

该局增加了客运服务中心 12306 咨询电话受理人

员，做好旅客咨询服务。

南京南站候车大厅安检仪全部开放，旅客通过

安检仪有序进站。售票厅与候车大厅繁忙的景象相

比，显得有点冷清。人工售票窗口、自动售票机和自

动取票机前，排队的“长龙”消失了。一位前来取票

的江苏昆山的小伙子刘学安，他在自动取票机前熟

练操作，前后不到2分钟就取出了车票。

在上海虹桥至汉口的 G598 次高铁动车上，二

等座车厢爆满。“这趟列车客运量很大，经常满

员。”列车长王敏向笔者介绍。正说着，一位旅客

来找王敏咨询：“请问我想从合肥换车去徐州，该

怎么坐车？”“您稍等，我马上给您查。”说着，王敏

掏出手机，打开下载的“路路通”，熟练地翻阅起

来。“您 9 时 45 分到合肥站后，可换乘 11 时 47 分开

车的 G118次高铁动车，13时就到徐州东了。”

网络购票，已成为长三角地区旅客首选的购

票方式。今年春运，上海铁路局采取错时售票方

式，分别增加售票窗口和自助取售票机 913个、359

台 ，缓 解 不 同 地 区 购 票 压 力 。 春 运 ，旅 客 通 过

12306网站订购的车票，占总售票量 60%以上。

信息化：高科技手段保障出行安全

从午夜至黎明这段高速列车停运时间里，便

是高铁动车等设备检查维修最为忙碌的时候。

晚 8 点后，上海铁路局近 200 列动车组风尘仆

仆，分别来到虹桥、杭州、南京等 6个大本营进行每

日“体检”，以确保动车状态良好。

每列动车组都出综合体检报告。2 月 8 日，当

班的上海虹桥动车所房苗雷副所长介绍说：“每天

出行回来的动车，数据被下载下来，结合各项体检

及其他周期性体检，进行综合分析，汇总作出体检

分析报告，全面合格的方可出库。”

2 月 9 日深夜 23 时，上海铁路局与中国铁道科

学研究院联合研发的全国第一台高铁设备综合巡

检车，迎着凛冽的寒风整装待发。

“这是目前国内最先进的高铁综合巡检车，

现 在 每 月 对 沪 宁 、沪 杭 、宁 杭 三 条 高 铁 轨 道 结

构 、接 触 网 状 态 和 线 路 周 边 环 境 进 行 一 次 巡

检。”张景辉边操纵着仪器边向笔者介绍，由于

全部都是自动化检测分析，检查效率比以前提

高了 20 多倍。

“体检车的设备非常先进，检测精确度达到毫

米。”2 时，巡检车到达海宁西站，完成了夜晚检测

任务。车上 7 个体检系统实时记录了区间内高铁

钢轨面擦伤、钢轨扣件异常磨损以及线路障碍物

侵入等多项内容，经过计算机分析处理，2 时 30 分

整，给出了沪杭高铁金山北至海宁西下行线设备

状况良好的第一批设备检测报告。

动车风驰电掣，通信是相伴动车飞驰的高速

信息公路，是春运高铁调度指挥的“中枢神经”。2

月 11 日，在上海铁路局客专调度楼二层的上海通

信段通信网络管理中心，当班 6名技术人员紧张地

忙碌，80 台电脑整齐有序，各司其职同步、传输等

网络管理功能。

室外，春运高铁动车繁忙穿梭，幕后的铁路通

信“清道夫”还在精心打理着通信“网吧”，保障春

运信息高速公路畅通无阻。

高铁时代：长三角服务升级
□ 张卫斌

太原铁路局太原供电段坚持走科技强段的道路，不断强化信息化建设，提高

安全供电供水可靠性，新建完善了段生产调度指挥系统，在实际工作中起到了较

好的效果。

该系统由变配电远动系统、电力远控及故障处理系统、给水集中控制系统、接

触网智能巡检系统、车载运行状态检测系统、视频监控系统等若干个子系统构成

调度指挥平台，覆盖了全段安全生产的关键环节。春运期间，为确保安全供电，太

原供电段加大了对大负荷电力设备的检修力度，及时发现处理设备缺陷。

（孙大顺）

太原铁路局太原供电段
让信息技术助力安全供电

一边是航班飞行量大幅度上升，一边是“天路”

紧张。中国民航去年共保障各类飞行起降 786 万

架次，事故症候率万架次率为 0.0027，远优于民航

局规定的万分之 0.05 的安全指标。这一安全成绩

是在平均每天保障 2.15 万航班起降架次的高密度

飞行下取得的，其奥秘是什么？

内部挖潜提效率

2013 年，中国民航空管系统共保障各类飞行

起降 786万架次，同比增长 10％。这一数字比 2011

年高出 131万架次。

民航局空管局局长王利亚在此间的全国民航

空管系统工作会议上表示，这一成绩是在可用空域

资源不足，极端天气频繁，飞行架次不断增长的严

峻形势下，空管系统通过内部挖潜，提升空管运行

效率取得的，来之不易。

运输旺季时，空管采取了暂停出差和休假的措施，

干部深入一线“堵点”和繁忙地区调研，就航班时刻、运

行环境、跑道容量等问题与管理局、航空公司和机场等

单位进行积极协调磋商；严格控制管制员出差、培训和

休假比例，确保了有充足空管员奋战在一线。

根据民航局《优化空中交通管制运行规范的暂

行规定》，空管系统优化了繁忙地区管制运行，重点

机场早晚高峰架次明显增加，首都机场早高峰 8至

9时平均出港航班较 7月份增加 11架次，晚高峰 22

时至零时平均进港航班增加 13架次。

完善航班协同决策系统，全国主要机场航班关

舱门后旅客机上等待时间明显减少。北京首都、上

海虹桥、广州白云旅客机上平均等待时间分别减少

8 分钟、14 分钟和 8 分钟；7 月 18 日起，除天气和军

事活动等原因，往返北京首都、上海虹桥和浦东、广

州白云等八机场间飞行不受限起飞，从每日平均限

制 15次降为 0次，运行效率大幅提升。

通过整体联动，进一步释放内部的效率。开通

上海、广州与台北之间的通信专线电话，加强设备

监控维护，对运行保障产生影响的设备故障同比减

少 27次；强化气象服务对管制运行的决策支持，实

现天气雷达与管制雷达数据融合，广州终端区对流

天气“短临近”预报效果良好。

优化空域升效能

在可用空域资源远远不适应飞行量高速增长

的需求形势下，中国民航空管系统通过创新思路，

优化空域资源配置，提升了使用效率。

一是建成了京昆大容量空中通道，如同北京的

环路一样，民航空中首次实现了航路单向循环运

行，有效提升了航路沿线 6省 3市 54个机场的航班

运行效率。在前期示范的基础上，利用单向循环思

路修订了《全国骨干航路网络规划》。

二是持续推进重点地区空域优化。调整东北

地区飞越华北地区 7个方向 21条班机航线，每日约

60 个航班不再飞越北京，减少了飞行冲突，提高了

出港效率；实现京沪航路两端上升下降地带的平行

运行，整体扩容 20％；完成合肥地区空域结构优

化，首次按照双跑道的运行模式实现单跑道进离场

全向分离，满足未来该地区 5—10年的空域运行需

求；做好珠三角地区空域调整，打开深圳机场西侧

空域瓶颈，机场容量得以有效提升。

三是稳步推进高空整合。完成北京接管郑州

高空空域第二阶段工作。京沪穗三大区域雷达管

制移交间隔由 40公里缩小至 30公里。

四是争取多开辟临时航线。全年共有 41.6 万

架次航班累计使用临时航线，缩短飞行距离累计

1441 万公里，减少碳排放 24.5 万吨，节省燃油成本

约 5.7亿元。

新技术与空管强融合

王利亚说，面对现有空域紧张的矛盾，使用新

技术提升空域使用能力是重要措施之一。民航

空管系统积极推进性能基导航应用，航路达 2.05

万公里，占全国航路总里程的 12％，导航精度和

便捷性大幅度增加；以卫星信号导航的自动相关

监视广播技术经过 2 年多的实验运行，自 2013 年

9 月 1 日起，成都至拉萨航线飞行间隔从 10 分钟

缩短至 5 分钟；启动了“区管中心灾备模式”等课

题的研究，推进“中国民航协同空管技术综合应

用示范”项目，与中国气象科学研究院成立了“航

空气象技术研究联合实验室”，提高天气预报准

确率。

民航局副局长夏兴华表示，中国民航今年又新

增加 150 架航班投入运营。在当前航班量持续高

位运行的情况下，除了民航空管自身挖掘潜力外，

期盼国家能释放更多的空域给民航使用，确保广大

旅客乘坐飞机飞得安全，飞得顺畅。

高密度飞行下保障民航安全的奥秘是什么？
□ 新华社记者 林红梅


